
就学界已有成果来

看 ， 冠以 “中国儒学

史” 名称的著作并不少

见。 这些著作多为 “思

想史地” 写作中国儒学

史， 即， 将儒学史作为

中国思想史的部分定

位， 从而从 “思想史 ”

的角度展开论述 。 不

过， 程志华教授最近出

版的专著 《中国儒学

史》 （上下册 ）， 则为

“哲学地” 写作中国儒

学史， 即， 将儒学史定

位于 “儒家哲学 ”， 从

“哲学” 的角度展开中

国儒学史的论述， 从而

在相关成果中颇具新

意。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林则徐的为政之道

林则徐生于乾隆五十年 ， 历经嘉

庆、 道光两代， 咸丰登基后不久病故。

他从政为官四十年 ， 从道员起官至总

督 ， 先后担任盐运使 、 按察使 、 布政

使、 河东河道总督、 江苏巡抚、 湖广总

督、 钦差大臣、 两广总督、 云贵总督等

职。 他的正直清廉， 不仅为他的人民所

敬仰， 并赢得 “林青天” 的美誉， 就连

他的敌人， 也不得不钦佩他的品德和贡

献。

国计与民生实相维系， 所谓

民惟邦本也

从

1823

年到

1836

年的十余年间，

林则徐任职于江苏达七年之久。 林则徐

刚接任江苏按察使， 就面临 “两江案牍

繁多” 的难题。 林则徐采取果断措施，

密访严拿了一批 “包揽妓船 ， 开设烟

馆 ， 把持地方 ” 的恶棍 。 为了决狱公

平， 保护良民， 林则徐还整顿司法， 只

用四个月， 就将积压的大、 要案审结了

十分之九 。 因此 ， 江苏百姓称颂他是

“林青天”。

江南本是富庶之地， 但在沉重租赋

的剥削下 ， 农民 “虽丰岁不敷日食 ”，

遇上灾荒更是雪上加霜。

1823

年夏天，

江苏连降暴雨， 临江濒湖三十多个州县

堤坝决口， 田舍被淹。 松江饥民包围官

府， 要求减免租赋， 发放赈米。 江苏巡

抚韩文绮连夜调兵准备弹压。 林则徐得

知急忙上书劝阻。 韩文绮采纳了林则徐

的意见， 发布政令禁止囤积居奇， 发动

募捐， 招揽客商免税采运粮食， 大力赈

济饥民， 最终使受灾百姓渡过难关。

1832

年 ， 林 则 徐 任 江 苏 巡 抚 。

1833

年夏秋之际， 江、 扬、 淮 、 徐一

带大雨滂沱， 沿江府县十之七八成为泽

国 ， 晚稻损失过半 。 税赋按时交不上

去， 道光帝下了谕旨， 指责 “近来江苏

等省几于无岁不缓、 无年不赈”， 还训

斥林则徐等 “不肯为国任怨”， 只知沽

名钓誉 。 但林则徐想到 “吴民旦夕就

毙” 寝食难安， 仍旧不顾自身安危， 上

疏为民请命： “国计与民生实相维系，

所谓民惟邦本也。” 言下之意， 一味追

逼、 竭泽而渔， 农民就要造反了。 道光

帝无可奈何， 只好同意林则徐的请求，

减缓江苏税赋。 林则徐这份用血泪写成

的奏折， 堪称中国近代史上一篇不朽的

爱民文献。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壁立

千仞， 无欲则刚

林则徐

36

岁时任浙江省杭嘉湖道，

曾派人返回乡里接父母到官邸同住。 父

亲不愿远行。 母亲陈太夫人思子心切到

杭州居住了一年。 在杭州， 年已

63

岁

的老母完全可以尽情享乐， 颐养天年，

然而她 “珍食必却， 美衣弗御”。 这种

仁慈克己的情操， 以母爱的方式表达，

对林则徐为官廉洁产生了巨大影响。

林家有两件象征性的传家宝： 一是

双芯油灯， 一是素炒豆腐。 林则徐少年

时代， 家里只点燃单芯的油灯， 到春节

时为增添节日气氛， 才再加上一个灯芯

照明。 有一年除夕， 邻居听到林家欢天

喜地吃年夜饭， 隔墙一望， 只见十几口

人正在津津有味地共食一盘素炒豆腐。

倘因破荡败业，即非我子孙矣

在此后的仕途中， 清正廉洁始终是

林则徐为官自律的守则。

1830

年

8

月 ， 林则徐从北京出发

赴任湖北布政使。 进入湖北境内后， 林

则徐立即发了一道 “传牌 ” 给沿途官

员， 宣布了对人对己的廉政要求： 一是

赴任途中一切费用自理； 二是不准任何

人以任何方式溜须拍马； 三是不搞远接

高迎官场缛节； 四是不准打着本官的旗

号私索钱物， 如有勒索者立即严办。 这

是林则徐上任前的廉政宣言。

1839

年

3

月

10

日林则徐到达广州 。

在辕门外发布 《关防告示》。 这位钦差大

臣的官德与正气， 在这个告示中彰显得淋

漓尽致。 欲正人， 先正己， 林则徐对自己

的随行人员要求更加严格， 防止自己的属

下被拉下水 ， 是林则徐特别高明之处 。

“无欲则刚” 正是林则徐取得虎门销烟伟

大胜利的精神力量。

1847

年初， 林则徐在西安的陕西巡

抚衙署写给三个儿子的 《析产阄书》， 说

自己做了三十多年官， 没时间经营家业。

这封带有遗嘱性质的信还告诫下一代 ：

“凡我子孙， 当念韩文公所云 ‘辛勤有此，

无迷厥初’ 之语， 倘因破荡败业， 即非我

子孙矣！” 他认为， 对子孙来说 “贤而多

财则损其志， 愚而多财则益其过”。

林则徐去世前一年 ， 在云贵总督任

上， 写了一封信给女婿， 从中可看到他晚

年家计的窘迫： 他的大儿子和两个女婿是

京官， 本想在北京买房， 一家能团聚。 但

在京购置住宅， 要万两银子， 加之京城生

活费用、 人情应酬比外省要多花销好几

倍， 负担不起， 只能望而却步。

“苟利国家生死以 ， 岂因祸福避趋

之。”

1849

年

10

月林则徐为国家奔波四

十多年之后， 由昆明卸任东归告老还乡。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传统文化要回归生活

■刘博超

潮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悬。

【讲话原文】

“潮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

悬。”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航线已经明确， 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巨轮正在乘风破浪

前行。 在这艘巨轮上， 每一份

力量都不可或缺。 我们坚信，

有中国共产党掌舵领航， 有中

国改革发展的浩荡东风， 有全

国各族人民扬帆划桨， 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巨轮一定能够抵

达光辉的彼岸！

———习近平《在全国政协

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

【出处】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唐） 王湾 《次北固

山下》

【解读】

《次北固山下》 是盛唐诗

人 王 湾 的 一 首 五 言 律 诗 。

“次” 为住宿之义。 王湾是洛

阳人， 这首诗是他由楚入吴，

沿江东行途中泊舟于镇江北固

山下时有感而作。

“客路青山外， 行舟绿水

前 ”， 首联破题 ， 交代行踪 。

“客路” “行舟” 说明诗人水

陆兼行， 人在旅途 ， 漂泊羁

旅 之 情 已 寓 于 字 里 行 间 。

颔 联 “ 潮 平 两 岸 阔 ， 风 正

一帆悬 ” ， 为我们描绘了一

幅 气 势 恢 弘 的 江 景 画 卷 。

诗 人 一 路 行 来 ， 船 至 北 固

山下 ， 视野陡然开阔： 但见

春江潮涌、 烟波浩渺， 放眼望

去， 江面似乎与两岸平齐； 在

和顺江风吹拂下， 江上一帆高

挂， 乘风向前。 诗人来自旱

地北方 ， 独 特 的 江 南 景 致

对 这 位 异 乡 人 产 生 了 强 烈

的 视 觉 冲 击 力 ， 为 之 一 振

的 情 绪沛然而出 。

颈联 “海日生残夜 ， 江

春 入 旧 年 ” 被 后 人 视 为 盛

唐 气 象 的 标 志 ： 残 夜 未 尽

一 轮 红 日 已 迫 不 及 待 地 从

海 上 喷 薄 而 出 ， 旧 年 未 去

新春就迈着急匆匆的脚步光

临人间。 这两句诗得到了当时

宰相张说的极度赞赏， 并亲题

于政事堂上 ， “令为楷式 ”。

尾联 “乡书何处达 ， 归雁洛

阳 边 ” 照 应 首 联 ， 诗 人 目

送 归 雁 ， 思 绪 自 然 由 眼 前

的 江 南 春 色 跳 接 到 千 里 之

外 的洛阳 ， 不由得萌发出怀

乡之情。

习近平总书记将千古名句

“潮平两岸阔 ， 风正一帆悬 ”

信手拈来， 寄意深远： 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线已经

明确，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巨 轮 正 在 乘 风 破 浪 前 行 。

“潮 平 风 正 ” ， 有 中 国 共 产

党 掌 舵 领 航 ， 有 中 国 改 革

发 展 的 浩 荡 东 风 ， 有 全 国

各 族 人 民扬帆划桨 ， 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巨轮一定能够抵

达光辉的彼岸！

（杨立新）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曾被改编成戏剧、电影、电视作品，在中国家喻户晓。故事所引申的有关律法

的描绘，则体现了明代真实的法律观，即“明刑弼教”和“重典治国”的治理原则。 罗衡卫在国学讲座中借用经

典，深入剖析———

“三打白骨精”隐含哪些法治精神？

■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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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 全书一百回， 谈及律法

规范的有二十余例， 平均不到五回即有

一例， 涉及名例及吏、 户、 礼、 兵、 刑

等各类法律 ， 刑律中又涉及贼盗 、 人

命、 诉讼、 受赃、 诈伪、 犯奸等不同律

条。

如， 在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故事

里， 孙悟空一片忠心与满腔热情， 固然

可嘉， 但在除妖时， 不讲策略， 忽略了

取证。 事情发展的结果， 是让白骨精钻

了空子， 孙悟空被开除出取经队伍。 其

间蕴含的法律道理， 十分深刻。

一打白骨精， 孙悟空没有尽

到举证的责任

孙悟空一打妖精时， 不分青红皂白

举起棍子就开打， 吓得唐僧赶紧拉住：

“悟空， 你走将来打谁？” 唐僧这样做这

样说， 很正常。 因为， 他没有任何验证

眼前这女人是人是妖的条件， 所以阻住

孙悟空是对的。

但悟空只一味说： “师父， 你面前

这个女子 ， 莫当做个好人 。 他是个妖

精 ， 要来骗你哩 。” 悟空说的是事实 ，

但是话没有说服力， 没有提供有力的证

据。 何况他先前的话也影响了唐僧的判

断： 你先前不是说这里旷野无人， 现在

不是一个人在这里么？ 你怎么解释？ 说

是妖精 ， 有什么证据呢 ？ 所以 ， 唐僧

说： “你这猴头， 当时倒也有些眼力，

今日如何乱道！ 这女菩萨有此善心， 将

这饭要斋我等， 你怎么说他是个妖精？”

唐僧的意思就是， 我刚才考察没发现问

题啊 ， 人家说斋僧的 ， 你说人家是妖

精， 那你得拿出证据。

面对师父的质疑， 作为徒弟是不是

应该要给一个说法？ 毕竟人命关天啊！

谁主张， 谁举证。 你说是妖精， 你就应

该举证。

孙悟空举证了吗？ 没有。 而是说：

“师父， 你哪里认得！ 老孙在水帘洞里

做妖魔时， 若想人肉吃， 便是这等。 或

变金银， 或变庄台， 或变醉人， 或变女

色。 有那等痴心的， 爱上我， 我就迷他

到洞里， 尽意随心， 或蒸或煮受用； 吃

不了， 还要晒干了防天阴哩！ 师父， 我

若来迟， 你定入他套子， 遭他毒手！”

孙悟空这话不但没有提供对方是妖

精的证据， 反而拿自己的事来论证让自

己陷入了两难境地。 一方面， 如果你悟

空没有吃过人， 那你就是在说谎， 那你

说对方是妖精的话就不能采信； 另一方

面， 如果你悟空吃过人是事实， 那么你

吃了人菩萨都放过了你， 还让你加入取

经队伍， 那你为什么就不可以放过这个

还没有吃过人的女人呢 ？ 何况你在搞

“有罪推定”！ 不能用证据证明的事实，

就不是法律上的事实。 孙悟空说对方是

妖精却没有提供证据， 唐僧当然不能采

信他的话。

在这里， 孙悟空不但没有尽到举证

的责任， 反而用语言攻击正在查明真相

的唐僧， 让师徒之间产生新的矛盾。 但

是， 随后孙悟空打死了妖精的化身， 赶

紧举证说明自己行动的合法性， 唐僧还

是采信了悟空提供的证据。 按理说， 这

事就可以了结了， 可是俗话说得好啊，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 就怕猪一样的队

友。

关键时刻， “猪队友” 来搞事了！

猪八戒道： “哥哥的棍重， 走将来试手

打他一下， 不期就打杀了！ 怕你念甚么

紧箍儿咒， 故意的使个障眼法儿， 变做

这等样东西， 演幌你眼， 使不念咒哩。”

猪八戒这么一说， 唐僧脑海里恐怕

放起了电影： 孙猴子的斑斑劣迹历历在

目， 刚从五行山下放出来不久就打死了

六个罪不该死的强盗， 助风烧了观音院

并且差点弄丢了袈裟， 前不久在五庄观

偷人参果还打倒仙树， 一桩桩那可是亲

眼所见 ， 还有什么事是孙猴子不敢做

的？ 玩障眼法是他的拿手好戏！

那是采信第三方八戒的推论， 还是

采信有前科的当事人悟空的话呢？ 当时

的唐僧采信了八戒的说法是符合法律精

神的， 今天民事法庭的法官可能也会这

样裁定。 因为， 关于证人证言的效力确

认 ， 在当事人的证言存在漏洞的情况

下， 可以确认该证言无效， 采信第三方

的证言。

三打妖精， 孙悟空没有将证

据进行质证

孙悟空在三打妖精时， 妖怪变成一

个白发苍苍、 老态龙钟的老公公， 手拄

龙头拐， 身穿鹤氅轻。 数珠掐在手， 口

诵南无经。

一个老公公自己路都走不稳， 还一

边念经向佛， 唐僧看了很高兴： “阿弥

陀佛！ 西方真是福地！ 那公公路也走不

上来， 逼法的还念经哩。”

猪八戒马上把唐僧从天真幻想中拉

回来： “师父， 你且莫要夸奖， 那个是

祸的根哩。” 唐僧道： “怎么是祸根？”

猪八戒说的话很符合大明律， 他不

断地用世俗法律评价孙悟空的行为， 并

推测随之而来的刑罚后果： “行者打杀

他的女儿， 又打杀他的婆子， 这个正是

他的老儿寻将来了。 我们若撞在他的怀

里呵， 师父， 你便偿命， 该个死罪； 把

老猪为从， 问个充军； 沙僧喝令， 问个

摆站； 那行者使个遁法走了， 却不苦了

我们三个顶缸？”

唐僧采信了八戒的话没有呢？ 小说

没有写 ， 但这话唐僧师徒肯定是听到

了。 悟空知道这话的杀伤力， 立即制止

猪队友说： “这个呆根， 这等胡说， 可

不唬了师父？ 等老孙再去看看。”

孙悟空走过去， 三言两语就把那妖

精唬得顿口无言。 而且， 孙悟空这一次

吸取了前两次鲁莽行事的教训， 权衡了

利害关系、 想出了 “扫黑打恶” 的好对

策。 他念动咒语叫来了当坊土地、 本处

山神， 并且交代他们说： “这妖精三番

来戏弄我师父， 这一番却要打杀他。 你

与我在半空中作证， 不许走了。”

但是， 孙悟空忽略一点： 他走过去

和老公公说了话， 唐僧没有听到； 他叫

来了土地山神， 唐僧没有看到； 但是悟

空一棍子打倒了老者 ， 唐僧不但看到

了， 而且被吓倒了！

唐僧正要念咒， 悟空马上喊唐僧过

来看现场、 看证据， 物证就是妖精的原

形成了一堆粉骷髅。 面对物证， 唐僧提

出质疑： “悟空， 这个人才死了， 怎

么就化作一堆骷髅？” 任何证据只有经

过质证， 才有可能作为裁判依据。 唐僧

提出质问符合程序， 悟空马上分析证据

的关联性， 悟空说： “他是个潜灵作怪

的僵尸， 在此迷人败本， 被我打杀， 他

就现了本相。 他那脊梁上有一行字， 叫

做白骨夫人。” 唐僧闻说， 倒也信了。

可是， 猪八戒又说道： “师父， 他

的手重棍凶， 把人打死， 只怕你念那话

儿 ， 故意变化这个模样 ， 掩你的眼目

哩！” 八戒又提供了一个可能： 这是孙

悟空的障眼法。

从原著的描写来看， 唐僧离现场有

一段距离， 并没有见到老公公在眼前化

为骷髅。 孙悟空有时间跑回去请师父来

看骷髅 ， 也有时间和条件在跑回去之

前， 先把老公公的尸体变成骷髅。 根据

“优势证据规则”， 在证据不能完全证实

真实状态确已发生时， 唐僧只能根据证

据所反映的事物的性质作出肯定的或否

定的判断。 尽管， 这时的形式真实与实

质真实有可能并不一致甚至相反， 但在

这个前提下依据优势证据证明要求认定

待证事实正是诉讼公正的真正表现。

普法时， 一定要重视证人证

言、 重视举证

可以说， 孙悟空的悲剧是自己制造

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孙悟空在第三次打妖精时， 明显叫

来了当坊土地、 本处山神见证， 土地山

神都在云端里照应， 也就是说他们不但

见证了， 甚至参与了， 所以妖精才没有逃

脱。 悟空面对八戒的指控和唐僧的质疑，

不但没有请他们出来作证， 还激怒唐僧，

当然要承担不利的后果， 自食其果。

这个故事告诉大家， 普法的时候一定

要让大家深刻理解 “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

律为准绳” 这个原则， 重视证人证言， 重

视举证。

首先 ， 要重视证人证言 。 我们通常

说， 什么事情都得要讲究证据 ， 没有证

据， 怎么能让人相信是真的 ？ 比如打官

司， 你说真实情况就是这样的， 但是法官

不知道， 怎么才能够让法官相信呢？ 那就

得靠证据。 你的证据能证明到什么程度，

法官只能认定到什么程度。 事实要用证据

来证明， 不能举证， 就要承担不利的法律

后果。

其次， 要重视举证。 执法、 司法机关

在办案时， 坚持的是 “以事实为依据， 以

法律为准绳”， 但法律事实和真实事实有

时候不一定完全一致。 这就要求当事人要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要善于举证。 谁主

张， 谁举证。 当事人要用证据来证实， 用

证人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没有相关的证据

证明， 即使事情本来是那个样子， 在法律

上也是不能够认定的。 小说中 “三打白骨

精” 的故事， 给人的感觉很像是孙悟空借

着打白骨精气唐僧， 有一种你不让我打，

我偏打， 就打给你看， 还要打死， 打死了

我也不向你举证。 所以， 孙悟空承担了本

不应该承担的后果。

从微观层面分析 ， 还原 “三打白骨

精” 的真相具有普法价值； 从宏观层面来

讲， 古典小说 《西游记》 对法治文化建设

也具有借鉴意义。

2018

年是实施 “七五 ” 普法承上启

下的关键之年， 积极推进法治文化建设至

关重要。 增强文化自信， 将传统文化与法

治文化建设深刻融合， 是现阶段深化法治

宣传教育工作的必由之路， 也是促进社会

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要求。 古典

小说 《西游记》 具有非常丰富和深厚的底

蕴， 其中隐含了许多可供法律与文学研究

开掘的文献宝藏， 值得今人借鉴。

国学热评

用典释义

从央视 《百家讲坛》 热播

到国学培训兴起， 再到新编语

文教材增加传统文化篇目， 广

大中小学生、 老师越来越深切

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回归。

注重立德树人、 传承文化

记忆 、 培养君子淑女直至圣

贤， 传统文化的拥趸有自己的

理由。 然而， 作为受教育者的

儿童在这一问题上往往失声。

今年

8

月， 一篇题为 《读经少

年圣贤梦碎》 的报道引发社会

热议 ，

10

年的 “包本背诵 ”

后， 读经少年 “对十年读经教

育的反叛， 是余生再也不愿接

触和国学有关的任何东西 ”。

传统文化以什么方式回来， 值

得我们深思。

任何思想与传统都有其肇

源的社会环境与历史积淀， 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更非向壁虚

造。 每段风干的文字背后， 都

有丰富鲜活的社会生活。 如果

抽离了这些， 只求熟读成诵，

既无视文本自身的指向， 也忽

视了儿童的认知规律。

据了解， 目前学校提供的

常规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仍然

面临 “两张皮” 的困境。 传统

文化教育在很多中小学以专题

教育形式开设， 传统文化要么

被当作装点门面的缀饰， 要么

被视为学校教育体系之外的一

种补充。 传统文化教育本质上

不是接受一门学科教育的过

程， 而是一种体验性、 浸润式

的文化熏染和生活方 式 ， 应

该 渗 透 在 学 校 课 程 、 家 庭

生 活 、 社 会 生 活 的 各 个 方

面 。 这 要 求 教 育 者 从 孩 子

出 发 做 一些重整性的与孩子

生命体验相结合的活动。 而这

对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传统

文化教育是增强民族自信、 确

立文化认同的应然之道， 也是

承继智慧、 取其精华的必然选

择 。 传统不在天上 、 不在书

里， 而在每个人的生活中。 传

统文化教育应建立在与当代生

活并行不悖的基础上， 我们要

力避 “圣化” “捧杀” “不食

烟火” 的倾向。 关于儿童传统

文化教育， 有待于教育工作者

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设计

出生活化的教育内容与教育情

境， 也有待于社会以扬弃的心

态看待传统、 尊重传统， 促进

传统文化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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